
走进施甸县水长乡平场子村月牙
塘自然村中药材种植就业扶贫示范园，
几名妇女正在标准化大棚育苗基地里
育苗，滇重楼、滇黄精、红芽大戟
等中药材长势喜人。“示范
园建好后，我就来到这
里打工，每天有 70元
固定收入。”魏永英
一边育苗一边说，示
范园让她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示范
园用工高峰期，日
均用工近20人。

据介绍，占地130
亩的示范园累计投资
330万元，其中上海援滇
项目资金200万元、自筹资
金130万元。示范园建成后，由施
甸嵘煌药业公司承租，按投资额10%给付
租金，所得收益60%用于水长乡永保村、
大山脚村两个深度贫困村壮大村集体经
济，40%用于扶贫产业发展滚动基金。

2017年以来，上海市闵行区携手
帮扶施甸县，双方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因地制宜开出了脱贫“良方”，在人
才交流、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劳务输出
中持续发力，用“资金链”“人才链”“项
目链”接通了群众的致富路、脱贫路。

要让群众脱贫致富，就必须发展致
富产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为此，闵
行区在产业帮扶中，从打造特色产业链
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产业帮扶。

“我们借助上海的优质资源，建设了
2200亩鲜食豌豆绿色高质高效产业扶贫
核心示范基地，提高特色农产品的产量
和产值，并开展两期沪滇协作万亩豆类
产业扶贫暨丰产示范科技培训。”施甸县
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沪滇扶贫
协作平台，施甸县打造“生产—培训—贮
藏—销售”的高原特色蔬菜产业链。

据统计，2018年至2019年，沪滇扶
贫协作资金投入368万元，在何元乡、水
长乡建设了两座冷库，用于“两青”和其

它蔬菜、水果的冷链储藏，为后
期扩大销售规模奠定基础。

2018 年，沪滇扶贫
协作资金投入 1100万
元，在姚关镇和水长
乡实施中草药种植
基地项目，完善中
草药种植基础设
施。2019年，以沪滇
协作为平台，组织县
分管部门负责人和

技术人员，“走出去”到
天津参加全国中草药大

会，学习全国各地先进中
草药种植、生产技术，对接中药

材招商、采购等工作，为施甸中草药产
业发展汲取经验。

眼下，正值野鸭湖荷花绽放季节，游
客纷至沓来。“2018年，我们实施了沪滇
扶贫协作野鸭湖旅游扶贫项目，投入500
万元，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
境改造。”山邑社区党总支书记杨绍武介
绍，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当地交通设施和
旅游环境，增强了旅游区的辐射范围。

走进山邑社区，农家乐、民宿、特色
小餐车让人眼前一亮。去年，上海市闵
行区投入沪滇扶贫协作专项资金100万
元，打造了20个民宿，配备了20台特色
小餐车，吸纳本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和销售农特产品。

2017年至 2020年，上海市闵行区
帮扶施甸县以来，项目覆盖施甸县全部
乡镇和所有深度贫困村。通过项目的实
施，解决了当地群众出行难、吃水难、就
业难、村庄亮化等老大难问题，补齐了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短板。

本报记者杨艳鹏李建国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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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米”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曾
是龙陵县大多数农村道路的真实写照。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彻底改变偏远乡村
出行条件，2017年开始，龙陵县把入户
路、串户路和庭院硬化工作提上重要议
事日程。

为全力补齐人居环境短板，解决贫
困山区人民出行难的问题，龙陵县在做
好村组道路建设的同时，多措并举实施
入户路、串户路硬化工程。

“我们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按
照串户路每平方米 60元，入户路及庭
院、户内每平方米 20元的标准给予农
户水泥、沙子、碎石补助，撬动群众的
自建积极性。”龙陵县扶贫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对工程量大或资金困难的农
户，很多挂钩干部积极协调资金，全力
支持挂钩户开展入户路、串户路和庭
院硬化，让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为破解群众出行难，打通群众出行
“最后一米”，龙陵县机关干部抢抓脱贫
攻坚、美丽乡村建设机遇，坚持一半以
上的时间下沉到乡村，全县 5000余名
干部职工分批次进驻挂钩村寨帮扶，掀
起了入户路、串户路和庭院硬化建设的
高潮。

“乡村干部和省市县乡驻村工作队
员每天走村入户，实地开展摸底调查排
查，仔细核算核准入户路、串户路的数
量、布点、面积等信息。”在摸清任务底
数的情况下，龙陵县精心组织，强化领
导，层层落实责任，列出任务重点，精准
到户，做到一户一方案，因地因户施策。

同时，各村（社区）结合村情，全面
系统研究，制定工作计划表，先难后

易、挂图作战，召开群众大会，全面动
员，宣传政策，请专家培训浇筑平整技
术，发放水泥物资，到工地查看入户
路、串户路和庭院硬化工程进度，现场
宣讲指“路子”，做好相关政策的解释
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解答群众疑
问，广泛征集农村道路改建和管护方
面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实时掌握工作
开展情况，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
题，督促工程进度和质量，测量入户路
和庭院硬化面积……

在缺乏专项建设资金的情况下，龙
陵县采取县、乡、村、组、户五级联动，财
政资金撬动、党员干部带动、群众投工
投劳联动的方式，全力推进农村入户
路、串户路、庭院以及室内硬化工程，大
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我们通过财政投入一点、涉农资
金捆绑一点、帮扶单位资助一点、受益
群众筹措一点、社会各界捐献一点、政
策优惠补贴一点的资金筹措办法，激发
群众的内生动力，让全社会参与项目实
施。”龙陵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象达镇大场村在挂钩单位保山市
规划局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实施农村入
户路、串户路、庭院和室内硬化工程。工
程实施完成后，大场村群众庭院硬化率
达到100%，入户路硬化率达到80%，极
大地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

入户路、串户路通了，龙陵县乡村
旧貌换新颜。勐糯镇大寨傣族村干部
群众投工投劳将 3公里长的村路打造
成环村绿道，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健康
休闲等乡村旅游产业兴旺起来，农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 13600元。大寨河和小
海湿地经修复整治后，干净整洁的堤
岸成为新风景，大寨村有 9户村民办
起了农家乐。

通过新一轮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建
设，群众彻底告别了晴通雨阻的生活。
2019 年，龙陵县新改建农村公路

276.265 公里，实施生命防护工程
607.86 公里，累计投入资金 25707 万
元。自然村道路硬化 855条，实施危桥
改造8座。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眼下，走进龙陵县的广大农村，一
堆堆垃圾、柴垛被清理干净，一个个破
旧遮雨棚、违规广告牌被拆除，一条条
臭水沟被填平……“村在林中、房在绿
中、人在天然‘大氧吧’中”的美丽田园
图景随处可见。

龙陵县坚持把入户路、串户路规划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与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生态文明、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
体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理念，在保持原有的自然条件下，
做到依山而建，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保留着浓郁的民族情深、历史文明的乡
愁记忆，切实做到不大开大挖，不过度
硬化，留住山水，留下乡愁。

在脱贫攻坚中，龙陵县充分发挥党
员的示范带动作用，特别在道路建设过
程中，有的党员主动让出自家地，给乡
村道路硬化开道；有的带头先试先行，
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共同参与道路硬化、
环境整治、共建美丽家园的热情。

“以前是晴天满身灰，雨天一身
泥。现在路修好了，环境面貌有了较大
提升，我们越住越舒心！”看着变得越
来越美丽的村庄，龙新乡茄子山村民
由衷地说。

走进木城乡花椒村坪子寨彝族村
民余永红家小院，只见正房里彩电、音
响、沙发等一应俱全，厨房窗户洁净无
烟尘，厕所清洁卫生无异味，猪圈宽敞
通风无积粪。余永红说：“入户路、串户
路和庭院硬化后，人们的卫生习惯也养

成了，村庄道路、入户路和排污沟定时
清扫清理，寨子变得清爽干净了。现在
是寨在林中、房在树中，实现了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走进龙陵县镇安镇大坝社区熊洞
自然村，四周青山环抱，一条条水泥道
路直接通到家家户户门口。

过去说起熊洞自然村，大家直摇
头，不仅路难走，村民还放养家禽，晴天
臭气熏天，雨天污水横流，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极差。自实施道路硬化、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工程以来，熊洞自然村变
了，告别了“脏乱差”，走向了“洁净美”。

随着越来越多的入户路、串户路修
起来，龙陵县乡村旧貌换新颜。乡村文
化旅游、健康休闲等产业兴旺起来，村
民在美丽新家园中铺就了致富新路。

在勐糯镇大寨傣族村村民万开莲
的傣味小吃摊上，泼水粑粑、糯米糕、火
焙牛干巴……十多种特色小吃香气四
溢，这个小吃摊每天有几百元的收入，
同时她还经营着6亩热带水果园。

“以前交通很不方便，道路坑坑洼
洼，遇到下雨天，出门都要穿上水鞋，种
的农产品质量好也卖不出好价钱。现在
是出行不沾泥，农产品在家门口就可以
销售。”说起修路带来的巨变，龙新乡荆
竹坪村民感慨万千，“以前到县城看病，
去一天，来一天。现在不一样了，当天看
完当天回。水泥路铺到家门口，出门办
事很方便。”

据龙陵县扶贫办主任毕红安介绍：
“经过排查，全县有1000多公里道路需
要硬化，大概需投入3.2亿元资金。通过
出台的奖补方案，只需要拿出1.5亿元，
其余的 1.7亿元都由帮扶单位、干部和
群众投工投劳来完成，这是一项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民心工程。”

隆阳区水寨乡的平坡、水寨老街、天
井铺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滇西驿站，这
里曾人喧马嘶，文武高官、脚夫、过客多
留住于此。上世纪滇缅公路通车后，南方
丝绸古道水寨段失去它昔日的热闹景
象。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项目的实施，
水寨乡生态环境更加优化，交通设施逐
渐完善，优越的生态资源和历史遗迹吸
引着省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沉寂数十年
的水寨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近 5年
来，仅海棠洼社区的农家乐就每年接待
游客5万多人次，收入500多万元。

水寨乡位于隆阳区东北部，乡内山
脉连绵起伏、高山河谷阡陌纵横，是隆阳
区的深度贫困山区之一。2014年，全乡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382户6302人。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水寨乡抓
实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就业扶贫、
产业扶贫等政策的落实，全乡建档立卡
贫困户累计稳定脱贫 1346户 6177人，6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贫困人口减少
到36户125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97%。

要致富，先修路。水寨乡整合各方资
金，先后共投资 10亿余元，实现了保山
城区通水寨平坡48公里公路油化，乡到
村、村到组道路全部硬化，新硬化路面总
长150余公里，硬化率达90%以上。

太元村石头山安置点，几乎家家都
有摩托车，有的家庭还购置了小轿车。

“车已成为群众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骡
马都要卖完啦。”太元村党总支书记杨国
进说。

石头山安置点是水寨乡的四个安置
点之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水寨乡实施
了水寨集镇、棕元大平坦、太元石头山和
水沟熊硐 4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共搬迁786户3514人。

为解决搬迁困难户的增收难问题，
水寨乡引进保山林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在水寨设立加工点，群众可到加工点上
班，也可以将电子元件带回家加工。此
外，水寨乡还引进保山沃龙鞋业有限公
司、保山欣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企业
建设4个扶贫车间，全乡500多人变成了
产业工人。

行走在水寨的乡村公路上，沿途青翠
欲滴的核桃林、果松林一片连着一片，一
山连着一山。水寨乡森林覆盖率 78%以
上，而被誉为“果松林海”“生态氧吧”“山
中闺秀”的海棠洼社区森林覆盖率更高达
85%。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海
棠洼社区切实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
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自身的生态
优势发展生态产业、打造生态旅游。

如今的水寨，在古韵里实现新发展，
山更青、路更宽、景更美，人民群众的生
活更红火。
本报记者李建国通讯员刘自明文/图

水寨乡
千年古道展新姿

走进腾冲市五合乡象山社区桤木窝
村民小组，一个由三幢楼房围成的四合
院里，每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厢房
下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台饲料粉碎机，旁
边堆满了等待加工的包谷，另一间房子
里堆满了仔猪饲料，大门外面的院场上
停放着一辆后加力拖拉机，旁边是一幢
占地 100多平方米的猪舍。主人彭村民
正忙着打理猪舍。

彭村民的猪舍里养了30头大肥猪，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总价值在10万元以
上，一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而在几年前，彭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彭村民的父母亲都身患疾病，全家人住在
一间年久失修的危房里，家庭生活十分困
难。2013年底，彭村民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结婚不久的彭村民和妻子王艳芹
暗下决心，要走出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幸福之路。

彭村民家所在的象山社区地处龙川江
西岸的高寒山区，这里山高坡陡，居住分
散。由于家里没有水田，彭村民除了在自家
的10多亩山地里种上核桃、坚果等经济作
物外，还在地里种上了包谷。为了方便生
产，他还贷款买了一台后加力拖拉机，在村
子里跑起了运输，农闲时就外出打工。2015
年底，彭村民借助危房改造项目，将自家的
危房拆除重建，盖起了三幢大瓦房。

2017年，彭村民在乡扶贫办的帮助
下，争取到5万元小额信贷资金。他购置
了建筑材料，建起 10间标准猪舍，安装
了猪用自动饮水机，走上生猪养殖道路。
他刻苦钻研养殖技术，第一次投资1.8万
元，购进了 30头仔猪开始养殖，养殖规
模不断扩大。功夫不负有心人，4年的时
间，彭村民家的肥猪已经卖出去了 200
多头，目前保持着30头左右的生猪存栏
量。如今，彭村民一家通过诚实劳动和艰
苦创业，摘掉“贫困帽”，阔步奔小康。

本报记者李建国通讯员高登泽

彭村民脱贫记

右甸河被昌宁人称为“母亲河”，
河流贯穿昌宁县城。近年来，昌宁县以
右甸河生态廊道为轴线，先后建成了
茶韵公园、湿地公园、星河田野公园，
制定并颁布了《保山市昌宁县田园城
市保护条例》。同时，昌宁县预计用两
年时间、投入资金3.5亿元，实施水系
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进一
步全面提升和改善右甸河流域水生态
环境。

本报记者杨艳鹏通讯员吴再忠摄

龙陵县实施“以奖代补”打通群众入户路——

串起千家万户的小康路
本报记者杨艳鹏

仲夏的龙陵县广大农

村，一条条入户路、串户路将

村庄和农户连在一起，当地

村民正通过四通八达的“小

康路”圆梦小康。

要致富先修路。近年来，

龙陵县不断强化组织领导，

创新机制，多级联动，多方

筹措资金，采用“以奖代补”

的方式，充分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铺筑了通乡、通村、通

组、通户的路网，串起了贫

困山乡一条条美丽的小康

路。2018年以来，龙陵县共

实施串户路面硬化 202.76

万平方米、入户路庭院主房

硬化151.14万平方米，惠及

2.97万余户12.68万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1万户

5.29万人。

沪滇协作补短板
发展产业信心足

图片新闻

昌宁县：

让母亲河更清更美

实施串户路面硬化

202.76 万平方米

入户路庭院主房硬化

151.14 万平方米

惠及2.97万余户12.68万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1万户5.29万人

2018年以来

水寨集镇水寨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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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生产线中药材生产线

项目实施路网形成 本报通讯员 熊大孝 摄


